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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安蔬菜市场一直面临着“农民说菜贱，市民喊菜贵”，以及现在还出现了蔬菜的安全问题，现引进的
“农超对接”、“农社对接”但都存在着不能有效的推广普及，从根源上了解，解决这些矛盾要建立具有西安特色

的产供销一体化模式，建立封闭产业链，从生产规模经济，流通加工完善，菜品安全可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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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说菜贱，市民喊菜贵”，长久以来，蔬菜

生产和消费的两个终端各有各的苦衷。蔬菜以翻

倍的价格从田间走向餐桌，要经过收购、运输、一

级批发商、二级批发商、零售商五个环节，中间的

多重流通环节屡遭诟病，现在最为关注的就是“最
后一公里”的问题。因此建立具有西安地域特点、
符合蔬菜流通特征及发展的产供销模式，促进西

安蔬菜市场流通显得意义重大。

１　西安市蔬菜市场流通现状分析

西安市的蔬菜物流模式是以批发市场为主导

多种流通形式并存的。蔬菜批发市场是以城区为

中心建立的，作为蔬菜流通产业链中心，市区设有

西部新桥农产品物流中心、朱雀农产品交易中心、
胡家庙蔬菜批发市场等５家大型蔬菜批发市场，
市场日上市量８　０００多ｔ，年交易量６００万ｔ。

以消费者 为 中 心 的 农 贸 市 场 提 供 蔬 菜 零 售

业，西安市８０％的 生 鲜 蔬 菜 的 消 费 都 来 自 这 里，
西安有大中型农贸市场１３４家，在全市城郊市场

蔬菜摊位有１万８千多个，商户１万７千家左右，

２００２年“农超对接”模式的建立，蔬菜进驻华润万

家、人人乐、好又多、沃尔玛等７０多家大型超市。
还设立了蔬菜便民市场２４５个。

２０１０年 西 安 市 政 府 为 了 更 好 的 方 便 居 民 扶

持建立社区蔬菜直销模式，“农居对接模式”已有

社区蔬菜直销点８０多家，流动售菜车４０多辆进

入１００多家小区，并且还设立了１０家社区自动售

菜机，２０１２年 底 社 区 蔬 菜 直 销 网 点 已 达 到３００
个，２０１３年将达到６００个。

２　西安市蔬菜市场流通存在的问题

２．１　信息的不对称问题

西安市的蔬菜品种丰富，流通量巨大，在产出

上具有一定的季节性而消费者存在全年都有消费

需求，蔬菜产品不易存储及长时间运输，存在着一

定的产出和消费的时空矛盾，因此市场供给信息

的透明性对菜农极为重要。
菜农的种植一般都是以户为单位，小 规 模 分

散型生产，即使有的地方也实行蔬菜基地化经营，
但规模还是很小，产出数量不大，品种随意变换，
生产成本不能优化。由于产品具有一定的生产周

期性，信息的传递的滞后性，使的农户对市场信息

的反应迟钝。经常陷入“蛛网模型”的震荡之中。
小生产 与 大 市 场 的 矛 盾 越 来 越 突 出。同 时 在

市场上也没有话语权，只能被动的接受不 合 理 的

价格。

２．２　生鲜超市应用范围局限、蔬菜加工质量不高

“农超对接”虽然减少了流通的中间环节，降低

了流通成本，但是由于大型超市在西安数量不多，
“农超对接”模式应用针对的消费者范围相对较小，
没有普及。且流通过程中仅进行简单的流通加工，
没有使用现代化的储、运、包装蔬菜，质量不能较好

的保证。大部分蔬菜是批发商在生产地直接收购，
而产地只经过了简单的整理，包扎，直接放到储运

包装里，到了超市或者农贸市场再进行清洗，整理

加工然后出售，蔬菜养护措施不完善，由于蔬菜保

鲜要求高，保鲜时间短，而储运过程大都是在室温

的条件下进行，所以在整个流通过程中会产生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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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损耗，而且可能由于滞销的原因，还可能造成蔬

菜轻度腐烂，影响蔬菜的卫生安全。

２．３　地产蔬菜进社区已处于半流产状态

为了弥补“农超对接”的普及性不足，方便群

众消费，推出了“地产蔬菜进社区”。据了解西安

首批进入“蔬菜进社区”的３０余家企业中，都存在

“价格方面的优势没有市民期待中的那么明显”、
“菜品质量下降”等问题，目前仍在坚持的不足１０
家，且都难以盈利。蔬菜直通车的蔬菜从基地拉

到直销店，要经过三到四个环节，由于目前经营蔬

菜直通车的企业规模小，中间的贮存与运输的冷

藏硬件设施跟不上，自然损耗的高成本反映到了

蔬菜的销售价格上。蔬菜直通车的经营企业从本

地蔬菜基地拿菜的价格跟市场价格差不多，所以

蔬菜直通车在采购源头上没有什么价格优势。相

比大型超市、蔬菜经营企业来说，其单子大议价能

力强，从源头拿到便宜菜的机会更多。

２．４　蔬菜销售的安全问题

苏丹红鸭蛋、带花 黄 瓜、爆 炸 西 瓜、毒 豇 豆、、
毒韭菜、毒生姜、染色花椒……近年来，出现在越

来越多的蔬菜食用过程中的蔬菜安全问题让消费

者们更多的关注蔬菜的安全。
由于菜农的小规模生产和种植品种的不确定

性，因此产出到消费间出现食用安全事件，其可追

溯程度低下。

３　建设西安蔬菜产供销一体化模式

的建议

　　商务部部长助理房爱卿２０１１年在中国蔬菜

流通协会新春茶话会上提出蔬菜价格上涨的原因

既有城市自给率下降、城市蔬菜供应运输半径拉

长的原因。因此，要重点解决：一是要研究社会

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及时向农民提供市场信息

和进行市场预警预报，防止菜农跟风种植；二是

要研究建立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减少流通环节，
降低流通费用，要多种流通形式并存；三是要对

农产品价格加强调控，既要更多地尊重市场经济

规律，也要有必要的行政调控手段，确保蔬菜价

格的稳定。

３．１　建立电子商务信息平台，让信息公开透明

提高蔬菜的自给率，又不使得菜农陷入“蛛网

模型”的震荡之中，就要建立及时掌握各种蔬菜信

息的电子商务信息平台，让农户及时的掌握各种

信息：各地蔬菜流通市场的发展动态，全国各地的

蔬菜种植及生产状况，及对蔬菜流通各个环节的

成本、价格监控；建立一个开放的价格数据平台，

包括地头价、零售价、批发价等价格信息；及时向

农民提供市场信息和进行市场预警预报，防止菜

农跟风种植。

３．２　建立推广家庭农场

发展家庭农场是提高农业集约化经营水平的

重要途径。走集约化的道路一方面有利于科学种

田，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从生产的源头进一步的降

低了生产成本，由于规模较大有利于分工和专业

化生产，蔬菜易于管理，方便了蔬菜追踪；带动蔬

菜产品的品牌化。另一方面要求能够科学的使用

和处理信息，使的在为数众多的信息中可以鉴别、
选择对己有用的信息需要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的

人群，而现今普遍缺乏文化和教育的农民接受教

育和使用信息都是比较困难的。而对于家庭农场

主的素质普遍较高，易于接受新知识、实践技能较

强，懂经营、会管理、实现标准化生产、规模经营。
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委员说：“家庭农场

区别 于 集 体 经 营，是 以 家 庭 经 营 为 主 体，以 商 品

化、市场化、适当的规模化、组织化、标准化为模式

的一个农业企业。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照样可

以实现农业 现代化。”

３．３　发展 蔬 菜 的 第 三 方 物 流、建 立 蔬 菜 配 送 中

心、实现蔬菜流通加工

　　建立高效的现代化物流中心，可以实现数据

共享，实现蔬菜集中采购、储存、统一配送、信息反

馈，降低蔬菜物流成本，并对蔬菜进行专业的检测

和严格的操作，由于规模经济可以建立形成从采

摘、运输、储藏、加工、包装、产地、销地直到消费者

等环节的冷链物流，提高了蔬菜的安全性和降低

损失率。
引进蔬菜的精深加工、速冻和干燥脱水技术，

突破加工、保鲜、贮运等薄弱环节，加强检验、包装

的标准化，实现分级包装、促进净菜上市，逐步建

立、完善自己的商标和品牌，通过品牌效应去占领

市场，扩大市场份额。

３．４　建立计划－－经济 种植体系

建立蔬菜的计划种植和自由种植相结合的体

系，政府从宏观上给予政策扶植及种植计划引导。
在蔬菜价格偏低情况下，政府拿出一 定 资 金

来去收储便于储藏的蔬菜，比如大蒜、洋葱、土豆

等。当价格暴涨的时候，国家就可以投放一些来

抑制菜价。同时通过专业合作社参与，让菜农根

据订单来生产，给予菜农种植品种、数量等引导。

３．５　完成菜品的可追溯管理

进行标准化管理，实现规模化生产和规范物

（下转第１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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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与启示

农村观光不仅可以促进农村区域经济可持续

发展，而且可以满足日益高涨的旅游消费者替代

性旅游需求，因此，得到了韩国政府高度重视。自

从２００２年韩国政府出台一系列农村观光振兴政

策措 施 以 来，韩 国 农 村 观 光 发 展 取 得 显 著 成 效。
本文对韩 国 农 村 观 光 发 展 的 理 论 与 实 践 进 行 研

究，得到如下启示：
首先，农村观光属于替代性观光范畴，是一种

非大众型 观 光 形 式。农 村 观 光 并 非 是“农 村”与

“观光”两个词的简单叠加，有其特定内涵。虽然

由于国情、地区和研究者视角不同，对于农村观光

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从本质上来说，农村观光属

于替 代 性 观 光 范 畴，是 一 种 非 大 众 型 观 光 形 式。
农村观光一方面强调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作用，一

方面强调对农村生活、农业实践的体验，符合现代

人回归乡土、回归自然的社会文化心理需求。
其次，韩国乡村旅游开发模式是政府主导型、

以村庄为单位的开发模式。从早期的观光农业园

逐渐衰败，到近期约１　９００余个观光村庄的蓬勃

发展，韩国农村观光开发模式体现出典型的政府

主导、以村庄为单位的开发模式。这种模式可以

增进村庄内各利益群体的交流，有利于形成新型

的乡村文化。
第三，韩国乡村旅游政策主要以行政 支 援 方

式、通过项目运作得以实施。韩国从中央政府到

各级地方政府相继推出各种项目，通过公开招标

方式来推进观光村庄建设。韩国中央政府各主要

部门均参与到农村观光建设工作中来，各部门之

间形成竞争态势。这种竞争不仅有利于农村观光

“量”的积累，而且也对农村观光“质”的发展提供

了保障。
最后，韩国乡村旅游发展具有法律制度保障。

《农渔村整备法》、《关于促进都市与农村之间交流

的法律》等法律法规的实施对韩国乡村旅游发展

起到了很好的制度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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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等有效的体系，建立数据化的管理，完成蔬菜的

可追溯性，提高菜品的安全性。

３．６　改地产蔬菜进社区为网络蔬菜进万家

配送中心利用电子商务的形式和市民建立供

给关系，市民通过网络在家中选择自己需要的蔬

菜及自己对 产 品 的 标 准 和 要 求（例 如 新 鲜 度、规

格、包装等），有配送中心统一安排配送，由于规模

经济、设备先进、物流加工工艺先进、具有冷链物

流、没有店面费用、损耗低等原因能够在城市中普

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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